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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中国临沂市沂水县地处沂蒙山腹地，是典型的山区水利

大县，素有“百库千塘”之称，总面积 2434.8m2，全县可利

用水资源 8.16 亿 m3，现有大中型水库 3 座，小型水库 140 座，

其中小（1）型水库 22 座，小（2）型水库 118 座，塘坝 1136 座。

全县水库河流数量众多，加之过去河道水库缺乏系统治理，

水患频繁。水土流失、环境恶化，水库河流工程的水旱灾害

防御功效减弱 [1]。

2 经验做法

2.1 及早部署，压实责任，掌握“主动权”

（1）强化组织保障

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灾后重点水毁工程修复和水旱灾

害防御，县委常委会、县政府常务会 4 次专题研究重点水毁

工程修复工作，成立了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指挥、县级班

子成员任副指挥的灾后建设指挥部，下设 10 个工作组，全面

强化对抢险救灾和灾后重点水毁工程修复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（2）强化资金保障

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涉及面广，资金投入大。在县财政资

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千方百计破解资金难题，累计投入各

类资金 2000 余万元，用于水库运行管理、抗旱救灾以及河湖

清违清障工作。同时，争取上级资金 3000 余万元，实施病险

水库除险加固、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提升等工作，为水旱灾害

防御和灾后重点防洪减灾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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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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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理念，采取措施，全面消除水库河道安全隐患，还河库生态，守河库安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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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明确安全度汛责任人

逐库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的地方政府、主管部门、管

理单位“三个责任人”和水库安全度汛行政、技术、巡查“三

个责任人”，并将责任人名单在临沂日报和县政府网站上公布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分乡镇、分批次对“三个责任人”进行全员

培训，共培训 579 人次，提升了“三个责任人”的履职能力，

真正实现了从“有名”走向“有实”。

2.2 科学有序，措施到位，提升“可靠度” 

（1）开展汛前工程检查

汛前，由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带队，以“四不两直”的

方式，重点对水工程的调度运用、调度指挥、运行管理、安

全度汛责任制和防汛抗旱预案方案修订完善情况进行检查，

将发现的 111 个问题通报各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，督促限期

予以整改，确保将工程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（2）开展防洪调度演练

为充分检验各类预案是否科学、管用、有效，总共组织

了 149 次防洪调度演练，重点演练了洪水预报、异地会商、

调度决策、沟通协调、工程运用等内容，参演人员近 2 万人。

通过演练检验了方案预案是否可行，磨合了机制，锻炼了队伍，

提高了防洪安全保障能力。

（3）安装水雨情自动检测设施

安装了 63 座小型水库的水雨情自动监测设施，实现了

水库水雨情自动遥测、快速传输、网上实时查询，为防汛科

学调度和决策指挥提供强有力保障，成为水库防汛保安的“智

能千里眼”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“保护神”。

2.3 多管齐下，系统发力，构筑“保障网” 

（1）扎实开展防台风工作

按照“抗强台，防大汛”和“台风不过，人员不退”的要求，

做到严阵以待、严防死守，坚守抗击台风第一线，科学精准。

在防御“利奇马”台风期间，及时转移安置 400 个村居、5282 人，

无一人因台风灾害死亡或失踪，达到了“不死人、少伤亡、

少损失”的目标。同时，台风过后，投资 1010 万元，完成杨

庄镇泉子崖水库等 9 处水毁工程修复和农业防洪救灾工程建

设任务，消除安全隐患，恢复防洪功能，保证安全度汛。

（2）科学有效应对旱情

针对去年三四月份发生的旱情，不等不靠，群策群力，

累计投入各类抗旱资金 500 多万元，组织抗旱人力 26.3 万人

次、抗旱设备 14.8 万台套，发射增雨炮弹、火箭弹 40 发，

各类蓄水工程累计放水 800 万方，有效缓解了旱情，把因旱

损失降到最低。

（3）实施水库除险加固

投资 1661 万元，完成了 18 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，

提高了水库防洪能力；投资 215 万元，对沙沟水库、寨子山

水库实施安全鉴定并配备自动化监测设施，实现了工程检测

的信息化；按照省市节点要求，完成跋山水库除险加固主体

工程建设任务，使水库调蓄洪水功能得到正常发挥 [2]。

2.4 创新改革，督导考核，念好“紧箍咒”

（1）实施河湖清违整治

按照省市“深化清违整治、构建无违河湖”工作要求，

建立由县级总河长挂帅、县纪委监委和组织部全程督办、县

河长办统筹协调、县直部门分工协作、各乡镇主抓落实的工

作责任机制，对河湖管理范围内发现的 149 处突出问题进行

全面整治，有力保证了河湖行洪顺畅，守护河库安澜。同时，

扎实完成全县 33 条县级以上河道确权划界工作，为开展水旱

灾害防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。

（2）深化水库体制改革

对水库实行 30m 的红线管理和 50m 的蓝线管理，明晰

产权，颁发不动产权证，规范水库承包制度，印发水库大坝

管理规程，打造小型水库管理“六个一”模式升级版，即每

一座小型水库颁发 1 张产权证、建设 1 座管理房、安装 1 排

照明灯，设置 1 块责任牌、安装 1 套自动测报系统、制定 1

组管理制度。

（3）建立长效机制

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水旱灾害防御责任

制，建立水库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确保事事有人抓、问题有

人管、责任有人担。县政府将小型水库管理工作以及河湖长

制责任落实考核工作纳入全县现代农业考核办法，每年 2 次

进行考核评分，考评结果纳入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分，

有力的激发了各乡镇参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及水旱灾害防御

工作的积极性。

3 问题短板

3.1 乡镇防汛责任人知识不丰富 

由于职位调整等对多数乡镇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，导致

很多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意识淡薄，还有的领导对水旱灾害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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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工作非常重视，但是由于没有进行专业培训，缺乏防御工

作经验，工作开展起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

3.2 防汛料物投入不足 

全县常备防汛料物，编织袋 23 万条，铁丝 20 吨，砂石

料 5 万方，桩木 180m3 等，同时组织防汛常备队 1 万人，抢

险队 1.5 万人，后备队 3 万人，基本能确保全县防汛工作正

常开展，但相对全县千塘百库和众多河道严峻的防汛形势而

言，还远远不足。同时，由于投入资金限制，个别防汛料物

不能及时更新，出现老化现象。

3.3 三线队伍缺乏系统培训 

近年来，虽然做了大量的防汛应急措施，建设了监测预

警系统和健全了群测群防体系。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，部分

防汛料物老化损耗较高。此外，全县防汛应急三线队伍多年

来虽然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，但对于理论知识和防汛技能缺

乏系统培训，应急号料缺乏演练，给防汛工作正常开展埋下

了安全隐患。

4 意见和建议

4.1 加大防汛知识和技能培训 

针对乡镇领导防汛应急能力不足和缺乏业务知识的问

题，建议各级水利以及应急管理部门经常举办不同形式的培

训班，不断提升各级指挥系统和决策者的指挥决策能力、应

急处置能力和技术指导能力。

4.2 增加防汛料物储备投入 

在目前已有的防汛料物储备的基础之上，进一步加大资

金投入，对防汛料物进行充实，对老化的料物进行更换更新，

确保紧急时刻能够拉得出，用得上，战得胜。

4.3 强化措施，扎实开展各项防汛抗旱工作 

一方面，因地制宜，多措并举，积极鼓励农民投资兴建

一批小型蓄水、引水、提水和集雨工程，提高抗旱能力；积

极发挥抗旱服务组织的作用，发生旱情时，及时搞好技术指

导和水源工程的调度运用，关键时刻要送水到户，保证不让

一名群众断水。另一方面，对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利工程，特

别是小型水库、塘坝，做好安全隐患排查，落实各种应急防

范措施，加强防汛物资的储备管理，按照专防和群防结合的

原则，切实抓好抢险队伍的组织落实，确保工作所需，全力

做好防汛抗旱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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